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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让中国箱包产业全速

运转 20 年，如今，中国箱包产品年销

售额达到 5000亿元。

正当中国民营箱包企业踌躇满

志时， 昔日占全球市场 70%份额的中

国箱包业正遭受“互联网 +”时代的加

速排挤。

“电商的崛起正让传统箱包业的

销售模式受到打压。 ”浙江金华箱包

商人崔女士感叹。 利润持续降低企

业如何转型？ 这个有着最大生产和

消费市场的中国箱包业又将何去何

从？

记忆中的辉煌

在柳絮打着旋漫天飞舞惹得人

心烦意乱的时节，崔女士戴着口罩出

现在北京街头。 与去年野心勃勃的心

境不同，如今，箱包简直让她吃尽了

苦头。

当同学再次见面笑谈彼此之时，

崔女士却唉声叹气，她喋喋不休地诉

说着浙江箱包销售遇到的困境———

近两年，电商的迅速崛起让箱包的线

下交易受到极大影响，目前金华国内

批发业务保守估计损失 3 成以上，客

户流失严重。

然而，在 2013 年之前，在外贸生

意中， 崔女士夫妇将箱包出口到中

东、南美和日韩，年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利润达到 150 万元。

一年之后， 由于经济反弹缓慢，

中国箱包外贸增速明显放缓，出口越

来越遭遇频繁的贸易摩擦，不少出口

企业面临危机。一组数据反映出 2014

年 1—6 月我国箱包外贸难点已初现

端倪。

进出口总金额 133.10 亿美元，与

上年度同期相比下降 4.64％。 其中出

口金额 124.83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

的 93.79％，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下降

5.58％，月环比下降 1.12％；出口数量

14.53 亿个，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下降

0.35％，月环比下降 6.78％；单价 8.59

美元 / 个，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下降

5.25％。 1—6月箱包进口金额 8.26亿

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6.21％。

崔女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彼时，像她这样投资近百万元的箱包

商人已没有任何货源、 价格上的优

势。

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糕。“今

年一季度，箱包出口企业接到的订单

量急剧减少，产品价格由于汇率也越

来越低，生意越来越难做。 ”山东一家

箱包企业的负责人如此感叹。

（下转第十二版）

股市还在继续演绎疯狂，实体企

业的倒闭潮却迎来第二波。

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浙江多家

著名企业轰然倒下。 4月，温州著名服

装企业庄吉宣布破产重整。 1月，温州

最大的建筑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位列第 242 位的中城集团被浙

江产权交易所挂牌拍卖 100%股权。

同月，挂牌五星级的宁波市雷迪森广

场酒店正式宣布进入破产程序。

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倒闭潮重现，实体

企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期待国

家出台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春夏之交的温州满城葱郁、活力

盎然，当地企业的生存状态却并不合

拍。

“中小企业的现状不容乐观。 ”民

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

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一脸凝重。 他说，

以前都说是冬天来了，现在是真正的

寒冬来了，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 他

预测， 如果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

50%的实体企业将陷入困境。

此前，记者在温州瑞安采访时发

现， 瑞安前 50 强工业企业有十几家

关停倒闭。 近日，记者又接到爆料，某

知名汽配企业老板跑路了。 记者多次

拨打该公司办公室电话都无人接听。

瑞安市汽摩配行业协会秘书长章金

木告诉记者，他听说过这件事，但具

体情况不大清楚。

“龙湾也是重灾区。 ”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企业老板告诉记者，某商会

多个副会长单位全军覆灭。 他说，你

去龙湾的一些工业区去看看，很多企

业都关门了。 另外，苍南倒闭的企业

也很多的。

去年， 一则关于苍南龙港镇 36

家企业倒闭的帖子通过自媒体在苍

南当地疯传，引发热议。 此后，涉事企

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纷纷辟谣：名

单里所谓的倒闭企业，多数仍在正常

生产，有几家虽曾停产但已经或正在

重组。

但事实上， 去年苍南的六桂集

团、天达集团、温州台港印业、温州恒

丰印业、温州超友印业、温州虹泰纸

业等一批企业相继出现资金链断裂、

企业倒闭的现象。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周德文对

记者表示，不仅是温州，全国各地企

业倒闭潮频现。 他说，地方政府、企业

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直面现实，帮助

企业一起闯关。 他告诉记者，以前他

主要是为企业鼓与呼， 但自去年开

始，他把工作重心向帮助企业解困转

移。 他们联合上海中和正道资产管理

公司一道帮助困境中的企业进行债

务重组，帮助企业“起死回生”。 目前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几十家企业在他

们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 就在记者采

访期间，周德文接到乐清一位女企业

家的求助电话。

倒闭潮卷土重来

在温州国际大酒店茶楼，温州日

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坐

下来，掏出一支烟点上。 对于这个曾

经辉煌的行业，黄发静似乎并不想多

说。 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打火

机行业去年还有 70 余家企业， 今年

一下子少了 10 多家， 勉强维生的企

业多数开工不足。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温州金属

打火机企业至少有 3000 多家， 年产

打火机超过 5.5亿只， 占据了全球金

属打火机 80%的份额，国内市场 95%

的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打火

机生产基地。

浙江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中坚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温州金

属打火机的盛况时，用“货车就等在

路边，产品一下装配线马上被打包运

走”来描述。

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开

始国际贸易的“第一人”，李中坚的公

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 10

万只。 而东阳打火机一时也成为温州

名片， 多位国家领导人莅临公司视

察。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创造辉

煌的企业如今也陷入了困境。

李中坚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去

年 7 月份公司就停产了。 他说，他的

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做实体企业的，

但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做企

业，三分之一人的企业关门倒闭或者

自己跑路了，剩余的三分之一就像他

一样———企业有一些债务，但并影响

个人生活。

李中坚的企业也涉及房地产。 目

前他的主要资产是房产及一家正在

建设中的酒店， 两项总资产差不多 5

亿元，负债 2亿元。

事实上，制造业的倒闭潮早已开

始。 2014年 12月 5日，知名手机零部

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

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

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

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 此外，

几乎是同时期，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

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

门停产。 当年 1 月，手机零件制造商

东莞市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老板

欠债 1.35亿元跑路，400名员工失业。

从事杂牌手机制造的东莞兆信通讯

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 多名员工失

业，董事长高民自杀。

作为民营企业活跃的温州市，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间， 温州全市共注

销企业 22481 家、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企业 25213家。 这些仅仅是国内各级

法院审结的有据可查的数据，而没有

走入司法程序、自生自灭的企业破产

数量更是惊人。

实体企业盼政策扶持

“实体企业发展需

要政策的推动。 ”黄发

静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政策支

持并非直接给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

经济危机，企业仅靠钱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 一些企业跨行业多元化投资，

该倒就要让它倒。 对于那些真正做实

业、坚守主业的企业，需要国家出

台政策支持他们。

黄发静以打火机行业为例说出

了自己的困境： 因为民航局规定，飞

机上不允许带打火机，许多原本用金

属打火机的乘客也不得不买一个一

次性打火机带上。 慢慢的，大家消费

习惯发生了变化，金属打火机的销量

越来越低。 而据他了解，国外航空业

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上，黄发

静同样有自己的困惑。 他说，员工可

以随时炒老板鱿鱼，老板还得支付其

所有工资；但是老板炒员工就得选日

子，否则将受到惩罚。 还有员工节假

日加班的问题， 法律规定需要支付

2—3 倍的工资。但现在很多企业都是

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而只有多加班

才可以让员工获得更多的报酬，员工

也喜欢加班。“为什么一定是 2—3

倍，不可以是 1—2 倍吗？ ”黄发静问。

最让黄发静不能理解的是员工的社

保。 他说，实际上工厂里的普通务工

者稳定性非常差， 今年在浙江打工，

明年可能跑到广东，后年可能又在北

京了，企业虽然给他们交了社会养老

保险， 但是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很

多人根本没法连续缴纳 15 年的社

保，其结果是他们最后无法享受养老

保险，但是这笔钱企业是实实在在支

付出去了的。“这笔钱最终到哪去了，

没人追究。 ”黄发静无奈地说。

惠特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项进

康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包括各种税

费、汇率、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都是

企业沉重的负担，不利于企业发展。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家都对记者

表示，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切实

帮助企业减负，企业才能在困境中起

死回生。

其中不乏 500强企业，家具、印刷、零售业是重灾区

本报记者 钟文

纵深

实体企业内外交困。

一方面，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货币贬值带来了外贸下行的

压力； 另一方面， 电商时代实体企业面临无利可言的尴尬局

面。

企业界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商

改变了实体企业的经营模式， 也打乱了实体企业几十年的销

售模式，期待国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助力实体企业发展，

才能实现国家提出的“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

外贸出口压力陡增

“温州去年做俄罗斯外贸生意的企业基本全军覆没。 ”惠

特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项进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去

年许多国家货币都在贬值， 而俄罗斯贬值的最厉害， 达到

20%。 这样的贬值速度，哪家企业受得了？ 他说，由于货币贬

值，一些专做俄罗斯的企业不仅生意没有了，更惨的是，货发

出去了钱收不回来。实力稍微差点的企业，一笔欠款就足以让

企业关门倒闭。

“一些俄罗斯企业宁愿放弃订金也要撤单。 ”项进康告诉

记者，实际上损失大的还是国内企业。 据粗略统计，去年温州

企业与俄罗斯企业的外贸订单加上俄罗斯企业对温州企业的

欠款超过 35亿元。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欧元、日元等贬值，温

州一些传统贸易企业对欧洲、日本的生意也急剧下降。

项进康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下，高铁等高科技出

口不会受太大影响，而一般商品出口压力增大。 另外，一些国

外商家大的订单都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出货， 对中国外贸企

业造成很大压力。

温州海关数据显示， 温州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 280.0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77%。 然而，记者注意到，作为传统强

项的鞋服产品出口情况出现了下滑， 温州鞋类一季度出口同

比下降 0.09%，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 11.18%。而出现

增速的原因是高科技出口产品和新兴市场。一季度，温州市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达到 5.76亿元，同比增长 1.92%。 另外，

对拉丁美洲、非洲、东盟和印度这四个新兴市场和地区出口值

合计占外贸总值的 28.9%，且均保持两位数的增幅。

传统营销模式被颠覆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改变了实体企业的经营模式，

也打乱了传统实体企业几十年的销售模式。 ”项进康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体企业一窝蜂进入

电商，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 他说，实体企业网上做生意 99%

都亏本，他们公司原来也做了电商这一块，但实际不赚钱，只

好撤掉。

温州瓯海区皮革协会何秘书长告诉记者， 他们很多会员

单位原来都做电商，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撤掉了。“不赚钱呀。 ”

他说，像淘宝需要广告投入或者买流量的，利润都让电商赚去

了，企业哪还有钱赚。

温州一位做电商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 他一年大概可以

做到 80万双鞋，产值超亿元，但也赚不到钱。“钱都花在广告

和流量上了。”他说，不买广告位和流量根本没有销量，每个产

品系列都几百上千种商品，谁知道你的产品？

“实体企业现在是赤膊上阵。 ”项进康对记者提出的为什

么不赚钱还做电商时，他说，“尽管实体企业做电商没利润，但

是电商是发展的方向，你不做也不行呀。 没办法，大家只好在

这条路上竞争，拼得头破血流。 每年的‘双十一’，淘宝赚得盆

满钵满的，但实际上实体企业都是亏的。 ”

此前，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他发现身边 80%的企业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冲击

都很焦虑。第一个受互联网冲击的就是传统的企业家，一下子

都不赚钱了，零售业、制造业无一例外，要是不改变就要被淘

汰，这才大吃一惊，纷纷笑称“马云不死，中国不富”。

潘石屹坦言，连房地产这样传统的行业都受到影响，原来

一年的利润可能抵一个行业。 2000年软件业一年的销售额是

21个亿。“就我们的一座楼（的利润）啊，可是你看现在互联网

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

改变利润分配模式

项进康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他不懂宏观经济，但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目前电商

的这种模式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甚至可以说是破坏了经济

规律。 他说，市场经济的规律应该让每个环节产生利润，而不

是像现在这样，利润都给了电商，这对实体企业不利，对就业

不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也不利。 他认为，电商必须改变盈利

模式，让每一个电商的参与者、每一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 电

商必须依靠实体企业，这个平台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体

企业可以借助电商，做得更好做得更大。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彼此依存，才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这样才契合国家提出的

“互联网＋”新经济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 国家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

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

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没有实体经济，互联网＋，加什么呢？”温州日丰打火机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对记者表示，“互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模

式，谁都阻挡不了，但是事情不能颠倒过来。 他说，“互联网＋”

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发展好实体经济。为此，他呼吁国家应该尽

快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只有好的实

体企业，“互联网＋”才有意义，才会如虎添翼；同样，实体企业

借助互联网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本报记者 钟文

没有实体经济，

“互联网＋”加什么？

延伸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被挤扁的箱包：“互联网 +”时代传统行业衰落样本

“中国制造 2025”时代

实体企业重现倒闭潮

过去一年，家具行业

有近 10 家著名品牌

企业关门倒闭，如百

兰、富之岛、华源轩、超舒

适等企业；在印刷行业，仅

江苏、福建、广东三地便有

44 家破产倒闭民营企业；

零售业也不容乐观，2014

年全国 50 家重点大型零

售企业门店数相比上年减

少了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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